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業務洽談） 

 

 

 

 

日本古川町三寺巡禮活動調查及新

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籌備之出

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姓名職稱：黃世輝教授 

派赴國家：日本 

報告日期：106 年 4 月 17 日 

出國時間：106 年 1 月 13 日～1 月 17 日 

 

 

 



摘要 

 

本次前往日本岐阜縣飛驒市古川町，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參加即將於 2017

年 10 月在嘉義縣新港鄉舉行的「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的策展會議；其

二是參與調查古川町三大祭典之一的「三寺巡禮」活動。 

新港文教基金會與日本岐阜縣飛驒市古川町，有長達22年以來的互訪交流，

同時 2017 年也是新港文教基金會成立 30 周年，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古川與新港的

社造歷程，以及兩地對於慶典文化的保存、自然生態的保育與社區美學的精神，

2017 年 10 月份將於新港鄉舉行「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筆者代表雲林科

技大學接受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委託，以策展人身分參加此次策展會議，期望藉由

本次交流展，展現臺灣與日本，在祭典文化保存與社區營造精神上的對話。 

在古川町期間，也參加了古川町三大祭典之一的「三寺巡禮」活動。古川町

居民將一個傳統宗教活動，結合女工的歷史故事，創新成為寒冬中別有溫情與浪

漫的「相親與姻緣祈願活動」。在活動中，再次體驗到古川町的社造精神，居民

們充分地運用町內組織網絡，橫縱交錯相互支援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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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1994 年文化部（當時為文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其中「社區總體

營造 ━ 官方與民間經驗研討會」於嘉義縣新港鄉舉行。當時日本岐阜縣飛驒市

古川町的社區營造經驗，首次來臺灣發表，感動了新港鄉的鄉親們，也開展了新

港鄉與古川町長達 22 年的互訪與交流。 

因為新港鄉和古川町有長達 22 年，在社造方面的經驗互訪交流情誼，新港

文教基金會特別邀請古川町將古川祭慶典文化帶到臺灣來展覽。古川祭與日本國

內其餘 32 個祭典，以「山‧鉾‧屋台行事」為提案，已經於 2016 年 11 月 30 日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無形文化遺產。 

「飛驒古川祭特展」於 2015 年在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當時造成不

小轟動。藉由這個展覽，除了讓台灣人民有機會認識古川祭之外，還可以了解三

百多年來，古川町在祭典儀式保存的用心，以及古川町社區營造的精神與具體做

法。 

2017 年欣逢新港文教基金會成立 30 周年，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古川町對於慶

典文化的保存、里山與社區美學的精神。10 月份將於新港鄉舉行「新港與古川

慶典文化交流展」，期望藉由本次交流展，展現臺灣與日本，在祭典文化保存與

社區營造精神上的對話。在面對時空環境與社會潮流變化時，日本亦不斷發展各

式相應措施，是非常值得臺灣在推動無形文化資產指定，與凝聚社區意識時，可

以學習與效法。 

筆者在「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活動中，代表雲林科技大學，以策展

主持人身分參加此次行程。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 2017 年「新港與古川慶典文

化交流展」的策展會議，以及新港鄉與古川町相互交流，相關單位拜訪與事項討

論會議。 

另一目的則是，在古川町期間，剛好遇上古川町的三大祭典之一的「三寺巡

禮（三寺まいり）」。再次體驗到古川町居民對於社區營造的態度，町內的組織相

互團結合作的精神，以傳統宗教活動與長時間生活習俗為基礎，演變成為新的祭

典，並兼具了浪漫的「相親與姻緣祈願」等目的的新活動。 

 

二、過程	

本次行程以參加 2017 年「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的策展會議為主，

其中並至古川町吉城高等學校拜訪，並進行交流事項討論的會議。期間，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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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町的三大祭典之一的「三寺巡禮（三寺まいり）」。行程安排如下，並請見附

錄一。 

2.1、岐阜縣立吉城高等學校的拜訪	

2017 年 8 月吉城高校將派 15 名師生，到台灣嘉義縣新港鄉，與新港藝術高

中學生進行高中生交流，有助於台灣與日本的高中生，對於彼此家鄉的文化交流

與認識。所以，此次行程於 1 月 13 日上午前往位於古川町的吉城高校進行訪問，

並對於 8 月交流事宜進行相關討論。 

岐阜縣立吉城高等学校（ぎふけんりつ よしきこうとうがっこう）位於岐

阜県飛驒市古川町上氣多區的縣立高中，居民們通稱為「吉高」，是古川町內唯

一的高中。當時是吉城郡古川町的 6 個村莊（細江村、小鷹利村、国府村、河合

村、坂上村、坂下村）所共同設置的高中。創校於 1948 年（昭和 23 年），當時

設有普通科、農業科跟家庭科。隨著時間的轉變，行政區域的改換，1953 年（昭

和 28 年）4 月 7 日移轉為岐阜縣立吉城高等學校，並且維持原先的三個科系。

在 1955 年（昭和 30 年）吉城高校成為一間只有普通科的高中，直到 1973 年（昭

和 48 年）設置理數科，延續至今只有普通科與理數科的日間高中。每一年級有

160 名學生，三個年級共有 480 名學生。 

此次會議，日本方面，除了吉城高校校長與教務長參加之外，飛驒市觀光協

會會長和負責人員也一併參加；台灣方面，則有筆者、嘉義新港文教基金會陳錦

煌董事長、葉玲伶執行顧問、徐家瑋執行長，以及基金會負責執行人員參加，就

交流事宜進行報告和討論。 

此次會議針對了 8 月交流活動，在費用補助、體驗活動、文化交流、新港藝

術高中及吉城高校間交流活動，提出報告且作出部分的決議。會議中，得到飛驒

市觀光協會與吉城高校鼎力協助的承諾。讓 8 月份高中生們的交流，令人充滿期

待。 

 

  

圖 1：筆者為此次會議雙方進行翻譯 圖 2：筆者參與新港與吉城高校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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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雪地生活體驗	

古川町位於日本北陸，是個四周環山的村落，一月是古川町下大雪的季節，

厚厚的大雪覆蓋在大地。在這樣險峻的環境下，古川居民是如何度過冬天，如何

在雪地中生活的？對於生活在熱帶區域台灣的我們，真是感到好奇與新鮮，百聞

不如親身體驗吧。 

整個山上雪地環境，對於筆者或是其他團員，都是稀奇且陌生的。這幾天又

逢大風雪，山上積雪深達近尺，所以出發前在古川町內「里山公司」，由導遊先

做注意事項說明，並教導如何穿著連身雪衣，以及使用雪中助行杖。再搭乘小巴

士，前往山上。 

（1）、雪地行走體驗 

對於走路這件事，在普通陸地上，是再稀鬆平常的事了。然而，換個場景來

到不同的環境，「走路」卻是要重新學習的。 

山中雪地環境雖然美麗，滿是白雪，卻也是充滿危險，對於不習慣在雪地行

走的台灣人而言，光是學習雪中行走，就已經是步步艱辛，更不用提要在這樣的

環境生活。初次行走在大雪中，深及腰部的積雪，即使穿上雪鞋再加上防滑的「雪

鞋齒輪」，還是要小心翼翼、慢慢地行走，就算再小心，還是難免滑跤。在這行

走的過程中，大家還必須團結合作一直線行走，踩出一條道路往前走。面對滿山

靄靄白雪，不禁要感嘆於大自然的力量和魅力。 

在異於台灣的季節結構中，古川町居民結合當地地域資源與特色，推動融合

生活、生態與生產為目標的文化體驗活動。就像許多的社造經驗傳承，換了區域

和環境，也是要融入當地的文化才好。 

（2）、「種藏集落」雪地體驗 

因為白雪的遮掩，無法遠眺較遠的景緻，只能稍微看得出地形高低的變化，

導遊先以地圖幫我們做了週邊聚落的介紹，並利用圖片介紹，讓我們看見夏日梯

田的景色變化。緩行到水稻梯田頂部時，兩位導遊準備熱茶和古川味增餅乾。在

白雪覆蓋梯田旁，喝著手中的熱茶，備感珍惜與感動。這樣的登山踏雪喝熱茶，

是個蠻特別的里山生活文化體驗。 

「種藏集落」的這個區域屬於較高海拔，地理形勢也較不易淹水，因此當地

居民建造許多木造倉庫，用來藏放各種植物的種子。當春天來臨，平地農田耕作

需要種子時，就會來到這裡購買，而有「種藏集落」之稱。 

此次的雪中體驗，讓筆者更深刻體會到，與大自然共生的重要性，這也是社

區營造與里山的精神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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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雪地體驗的行前教育 圖 4：在雪地中學習走路 

  

圖 5：周遭聚落雪地生活介紹 圖 6：雪地行進體驗 

 

2.3、三寺巡禮（三寺まいり）	

（1）、祭典起源 

三寺巡禮是古川町三大祭典活動之一，每年 1 月 15 日舉行。起初是源自於

日本佛教西本願寺派下，淨土真宗派為追思紀念開山祖師━親鸞聖人，所舉行的

宗教活動。經過長時間生活習俗結合，逐漸演變成為一個祈求好姻緣的活動。 

古川町每年從 1 月 9 日開始，町內屬於西本願寺派下，淨土真宗派的円光寺、

真宗寺與本光寺三間寺院，會舉行名為「七晝夜」（お七昼夜，七天七夜誦經）

的法會，追思並感念淨土真宗開山始祖親鸞聖人的恩澤。尤其是在 1 月 15 日晚

上，是法會最後一晚，也是親鸞聖人圓寂的前一晚，三間寺院會通夜誦經，信徒

們會到這三間寺院一一參拜，後來稱之為「三寺巡禮」（三寺まいり）。 

（2）、祭典與生活習俗 

古川町屬於岐阜縣，隔壁的長野縣大約在一百多年前，有一些城鎮是紡織重

鎮。許多古川町的年輕女孩們，在明治、大正時期（約一百年前），必須翻越名

為「野麥」的山道，去到隔壁長野縣境內的「信州」、「岡谷」、「諏訪」等城

鎮紡織廠工作，貼補家中經濟。出發前一晚，女孩們都會在古川町內的「八三館」

溫泉旅館住宿，隔天大家一起從野麥山道，前往紡織廠工作，一去就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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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底，女孩們會從長野縣紡織廠，回到故鄉過新年（日本新年是 1 月 1

日）。就在新年假期尾聲，1 月 15 日舉行三寺巡禮的日子，古川町的女孩們會

穿著傳統和服，到古川町內，屬於淨土真宗派的円光寺、真宗寺與本光寺三間寺

院參拜，祈禱自己與家人們一整年平安、健康、順利。 

一月，正是大雪的季節，靄靄白雪灑滿了古川町的街道，瀨戶川旁矗立著蠟

燭。藉著燭光，瀨戶川水波光粼粼，投射著女孩們身上耀眼色彩與圖案的和服，

與頭上繽紛的頭飾，閃閃動人惹人憐愛。許多女孩們，沿著瀨戶川前往寺院參訪，

吸引了眾多男子的目光，增加男女相逢機會；慢慢的，三寺巡禮變成一個相親活

動，製造未婚男子尋找女朋友的機會。 

（3）、祭典的創新活動 

現在的 1 月 15 日晚上，女孩們依然會穿著和服，頭上插著色彩閃爍的頭飾，

參加三寺巡禮的參拜。拿著印著三間寺院朱印的單子，貼在水燈上，許著願望流

放水燈在瀨戶川上。下著雪的夜裡，瀨戶川上盞盞水燈，承載著女孩們的心願，

逐波飄然而去。女孩們，接著來到瀨戶川旁，點上白蠟燭為自己的姻緣祈禱；不

少女孩們身旁，多了位護花使者的，會點上紅蠟燭，是來還願的。 

（4）、祭典的傳統工藝 

在淨土真宗派的教義上，都會在大殿內點上蠟燭，其代表增長智慧、消滅煩

惱。也因為有這樣的禮儀，負責舉辦三寺巡禮的單位「三寺巡禮贊助會」（三寺

まいり奉賛会），會邀請古川町內組織或者是個人，一起贊助製作高 70 公分、

直徑 25 公分、重 13 公斤的大蠟燭，送給三寺巡禮的三間寺院。 

負責製作蠟燭的則是三嶋順二先生，他是古川町內，從江戶時代（約 400 年

前）以來，專門以傳統工法製作蠟燭，三嶋蠟燭店的第七代傳人。 

三嶋先生製作的蠟燭，燭芯不是一般的棉線，而是使用日本和紙、稻草芯，

再以棉絲線捆綁製作燭芯。這樣的蠟芯，點燃時不會有黑煙。並取櫨木的果實皮

製成蠟液，再一層層從燈芯塗抹上去。每天早上 5 點開始，不能休息地持續製作

18 個小時，才能製作出三嶋和蠟燭。 

三寺巡禮，原本只是佛教的一個活動，搭配上古川町百年前的生活習俗，演

變成為現在女孩們祈求姻緣的創新活動。但是，在創新活動的內涵，是依然不變

的佛教法會，與古老工法的大蠟燭。所以，即使是活動的創新，依舊以傳統為根

本，讓活動長時間，有基礎地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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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參加三寺巡禮的民眾 圖 8：在瀨戶川旁祈求好姻緣的女孩們 

（圖片提供：飛驒市觀光協會） 

   

圖 9：三寺巡禮的紙水燈 圖 10：女孩將紙水燈放入川中，祈求平安 

  

圖 11：重 13 公斤的手工和蠟燭 圖 12：贊助會送大蠟燭給三寺巡禮的寺院 

 

2.4、「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策展會議	

此次行程最主要目的之一，即是新港文教基金會與飛驒市觀光協會、古川祭

典保存會等共同召開 2017 年「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策展會議。 

新港文教基金會與日本岐阜縣飛驒市古川町，有長達 22 年的互訪交流。2017

年 10 月新港文教基金會成立 30 周年，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日本古川町對於慶典文

化的保存、里山與社區美學的精神，將於新港鄉舉行「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

展」。筆者代表雲林科技大學，以策展主持人身分參加此次策展會議，期望藉由

本次交流展，展現臺灣與日本，在祭典文化保存與社區營造精神上的對話。 

「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將分為動態表演展與靜態展二大項，筆者先

就展出單元與相關內容作報告。再就展覽物品資料與飛驒市觀光協會、古川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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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會，一一進行確認，或提出商借的可能性。並且在會議中，為雙方進行會議

翻譯。新港文教基金會對邀請動態表演人員，有關經費補助、期程、住宿等相關

議題提出報告與討論。 

古川町相關單位，都表達出在人力與物力上，鼎力協助的態度與立場，也會

儘可能跟政府單位爭取經費。並排除萬難參與 10 月份在新港的「新港與古川慶

典文化交流展」。筆者也對於這次台灣與日本的交流展，充滿信心與期待，希望

藉由此次的交流展，讓更多台灣人民認識古川町，這個社區營造典範的小城鎮。 

 

  

圖 13：筆者以策展主持人身分參與策展會議 圖 14：筆者並為此次會議雙方進行翻譯 

 

三、建議事項	

（1）、善用當地資源的文化體驗活動 

與大自然共生，是社區營造里山的精神和目標。古川町是個完全不同於台灣

氣候結構的區域，居民們結合地域資源與氣候特色，推動融合生活、生態與生產

為目標的文化體驗活動。不僅是吸引觀光的方式之一，也是讓人快速認識古川町

生活方式之一。 

古川町的社造經驗，有許多值得台灣社區學習的地方，尤其是融入當地文化

內容的基本理念與創意。 

（2）、古川町內組織間的橫縱網絡 

三寺巡禮贊助會，不只是贈送蠟燭給三寺巡禮的三間寺院而已。古川町內還

有一間寺院，雖然是屬於東本願寺派下，真宗大谷派的誓願寺。因為開山祖師都

是親鸞聖人的關係，贊助會也會於 1 月 15 日前贈送 13 公斤大蠟燭過去。讓同屬

於古川町內的四間寺院，一起為大眾祈福，展現出古川町內組織，橫縱間的交錯

聯繫與團結力，一起守護著古川町。 

古川町內各種組織非常多，彼此之間就算有競爭關係，也是君子間的良性競

爭，互相切磋求進步，甚至為了相同目標相互合作；沒有競爭關係的組織，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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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互聯盟共同團結，共謀福利。這些區域團結力的結合，都是台灣的社區，可

以參考學習的地方。 

（3）、傳統的承襲 

遵循宗教傳統禮儀，在 15 日晚上點上大蠟燭。並且在祭典活動上，使用傳

承約 400 多年傳統工法製作的大蠟燭。充分顯現出古川町內組織，或者個人，對

於傳統傳襲和保存的態度與努力。 

祭典活動與當地文化資源以及傳統工藝作充分結合，無論就觀光、文化保存

或是傳統的工藝傳承，都是三贏的局面，是值得學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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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備註 

第一天

1.13

（五） 

桃園搭機→名古屋國際機場→岐阜縣飛驒市古川

町 

16：00 名古屋國際機場到達→轉搭小巴士 

20：00 到達古川町 

搭國泰航空航空

（CX530，因氣候

不佳，班機有所延

誤） 

第二天

1.14

（六） 

上午：拜訪古川町「吉城高等學校」 

下午：SATOYAMA 雪地體驗與「種藏集落」參觀

活動 

 

第三天 

1.15

（日） 

上午：三寺巡禮活動寺院參訪 

下午：參與三寺巡禮活動準備 

晚上：三寺巡禮活動 

 

第四天 

1.16

（一） 

上午：團員祭典活動分享 

下午：三寺巡禮體驗活動 

晚上：2017 年「新港與古川慶典文化交流展」策

展會議 

三寺巡禮「製作御

守」體驗活動 

第五天 

1.17

（二） 

回台：古川町→名古屋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搭小巴士至名古

屋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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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吉城高校刊登與新港交流和招募交流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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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三寺巡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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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錄四、新港古川展覽籌備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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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新港古川展需要展品清單	

敬神．愛鄉-2017 年新港與古川町慶典文化交流展展品(草案) 

古川部分 

項次 位置 名稱 數量 照片 備註 

1 A1 提灯（献灯）

＋笠 
2  

2 A1 幕、簾他 1 

 

 

3 B1 瀨戶川旁燈 3 

 

 

4 C1 神社 1 

 

文資局 

5 C3 古川木匠師

傅 
5  古川町 

6 C4 古川青年交

流作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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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1 燈籠 20 

 

 

8 D3-1 神輿行列模

型 
1 

 

古川町 

9 D3-2 大鼓 1 

 

古川町 

10 D3-2 稻草龍 1 

 

古川町 

11 D3-2 狐狸服飾 1 

 

古川町 

12 D3-2 紙燈(狐狸火

祭) 

5 

 

古川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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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3-2 狐狸火祭圖 1 

 

古川町 

14 D3-3 兒童歌舞劇

服飾 

1 

 

古川町 

15 E1 木匠 1 

 

古川町 

16 E2 紙燈(三寺

祭) 

5 古川町 

17 E2 蠟燭 2 

 

古川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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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5 闘鶏楽 1 

 

古川町 

 

 

 

 

新港部分 

項

次 

位置 名稱 數量 照片 備註 

1 A1 宮燈 1 

 

 

2 C3 交趾陶師傅作

品 

5   

3 C4 新港青年交流

作品 

5   

4 D3-4 新港舞鳳軒老

照片 

2 

 

 

5 D3-4 新港舞鳳軒旗

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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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3-4 新港舞鳳軒鼓

架 

3 

 

 

7 D3-4 新港舞鳳軒托

燈 

1 

 

 

8 D3-5 宋江陣照片 2 

 

古民國小 

9 D3-5 宋江陣兵器 1 

 

 

10 D4 媽祖紅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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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4 平安隧道 1  

12 D5 報馬仔 1  

 

 


